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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牦牦牛牛””的的西西藏藏情情缘缘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融合报道《“老牦牛”亚格博的西藏
情缘——记北京援藏干部吴雨初》。

这是一个关于爱国、奋斗、追梦的故事。
内地汉族干部吴雨初，两次进藏援藏，一次 16 年，一

次 8 年。第一次进藏，吴雨初 22 岁。吴雨初说：“我有幸遇
到那么多善良的藏族同胞，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影响了
我的一生。”第二次进藏，吴雨初 57 岁。他辞掉北京出版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回到雪域高原，从零开始，建
起“填补国内空白”的牦牛博物馆。

“憨厚、忠勇、悲悯、尽命”，是吴雨初对牦牛精神的
概括。亚格博，是藏族同胞对吴雨初的
称呼——藏语意思是“老牦牛”。

北北京京冬冬奥奥志志愿愿者者招招募募开开启启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微视频《北京冬奥｜赛会志愿者
北京等你来》。

京西 40 里，百年钢城，首钢园区，旧址新馆——刚
刚竣工交付的滑雪大跳台，宛若“飞天”飘带轻盈落地。
2019 年 12 月 5 日，北京再一次向世
界张开双臂，招募冬奥赛会志愿者。

四四季季中中国国：：大大雪雪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微视频《二十四节气大型纪录片《四
季中国》｜第二十一集：大雪》。

仲冬时节正式开始，黑龙江省海林市的双峰林场白
雪皑皑，曾经的伐木工人集体打造雪中的童话世界。东北
风凛冽，扑面而来的却是东北人的豪
爽，为原本沉寂的冬日生活带来乐趣。

（上接 1 版）吴雨初说：“我热爱西藏的土地
和人民，我总觉得自己不该是高原的过客，我的
后半生应该会与西藏联系在一起。”

“向牦牛学习”：为建成博物

馆，他像牦牛一样忠勇尽命

吴雨初在拉萨租住的家里，有幅画家朋友
1988 年为他创作的画像。画中的他轮廓刚毅，

双耳下长出了一对牛角。
这分明已经点出，他这人有牛的脾气、牛的

坚毅，并将与牛结下不解之缘。
2011 年，吴雨初申请辞职返藏，几位北京

市领导听了他的博物馆设想，认为可以丰富北
京对口援藏工作的内涵。市委决定，将牦牛博物
馆纳入援藏工程，这让本来想“化缘筹资”的吴
雨初分外惊喜。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在吴雨初
离京前听了他的设想，认为要能做成，这将是
“国内填补空白、世界独一无二”的博物馆，表示
一个月内会去拉萨看他。

“我一个月内如约到了拉萨，我很替他着
急，他当时什么都没有，一件藏品、一寸建筑都
没有，只有两个藏族青年当临时志愿者。”单霁
翔就自告奋勇成了第 3 号志愿者。

单霁翔有理由为吴雨初着急。虽然博物馆
资金有了着落，但具体的建设工作，每推进一步
都太难。

3 个月后，在北京市和拉萨市领导的关注
下，牦牛博物馆筹备办公室挂牌成立，北京市又
给吴雨初挂了北京援藏指挥部副总指挥头衔，

博物馆建设大大提速。
2012 年，吴雨初开始带着志愿者对全国

牦牛产区做田野调查，征集文物，总行程达 3
万公里。

最宝贵的收获，是他们这些要做牦牛博物
馆的人，得到了最懂牦牛的藏族同胞的理解。

藏文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概念，
吴雨初跟人解释，他要建的是个“亚颇章”，即
“牦牛宫殿”。这让他迅速赢得了牧民们的心。

申扎县的牧民日诺听说消息后，一家八
口忙活几个月，织成一顶牦牛毛帐篷，让儿子
坐了 3 天车送往拉萨。这是牦牛博物馆获捐
的首件藏品。

比如县的才崩，在吴雨初一行离开后，搜
集自己和其他牧民家里与牦牛有关的物件，
装满皮卡车送到拉萨，连汽油钱也不肯收。

到 2013 年，吴雨初已为牦牛博物馆征集
到 2000 多件藏品，其中群众捐赠达 40% 以
上，在国有博物馆中几乎绝无仅有。

2014 年 5 月 18 日，历经 3 年艰辛筹建，
西藏牦牛博物馆在拉萨开馆，共设感恩牦牛、
探秘牦牛、相伴牦牛、灵美牦牛四个展厅，建
筑面积 8800 多平方米。

“我当了 10 年国家文物局局长，见识过
很多博物馆的建设，但没有哪个博物馆的筹
建过程如此感人。”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
翔在牦牛博物馆开馆仪式上说。

“我知道这个过程中他有多么艰难，做了
多少工作。是他对博物馆的理解、对西藏文化
的理解、对西藏那片土地的热爱，使他做成了
一番事业。”单霁翔充满深情地回忆。

“无言的战友”：吴雨初发

现牦牛文化也是红色的

2019 年 7 月 1 日，名为《无言的战友》
的特展在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幕。这是给中
国共产党建党 98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川藏和青藏公路通车 65 周年、
西藏民主改革 60 周年的献礼。

“无言的战友”就是牦牛，这是吴雨初
的发现。

2018 年夏天，吴雨初在成都街巷深处
几经辗转，在干休所找到了 98 岁的解放军
十八军老同志魏克。这是与西藏结缘的两
代内地干部的一场“牦牛会”。此前，吴雨初
在研究牦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发现，当
年亲历十八军进藏、和平解放西藏的魏克，

曾用“无言的战友”形容牦牛。
据魏克了解，在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前

的近 5 年时间里，藏族人民出动牦牛 100
多万头支援解放军运输。这些牦牛，不仅给
部队运来了物资，而且还是解放军在冰天
雪地进军时的开路先锋。

吴雨初的研究发现，令我们对“无言的
战友”更加肃然起敬：

——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藏族人民
赶着牦牛支援红军。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曾
对藏族老红军天宝说：“中国革命在某种意
义上说就是‘牦牛革命’。”

——解放军十八军老同志王贵说：“西
藏和平解放的胜利，是党的政策的胜利，也

是藏族人民用牦牛驮出来的。”
—— 1950 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当时没

有公路，部队给养全部靠人背牛驮。藏族支前模范
曲美巴珍赶着自家牦牛为人民解放军驮运物资，
至今仍被传颂。

——上世纪 80年代，阿里波林边防连战士收养
了一头无人认领的牦牛，它为战士驮水 10多年，直
至衰老。战士们曾为它建墓立碑，还向南疆军区申报
并获准为其记三等功，这在全军历史上独一无二。

牦牛文化也是红色的。在拉萨市“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很多单位组织党员干部
参观《无言的战友》特展。在这里，他们能听到博物
馆里《初心·使命》的童声合唱——

“我们不忘初心，五星红旗飘扬喜马拉雅；我
们牢记使命，西藏大地开遍幸福之花。啊，岁月流
淌，追梦者永向天涯。”

这首歌，作词的是吴雨初。
追梦者永向天涯。这是革命前辈的精神不朽。
追梦者永向高原。这是共产党员吴雨初的初

心流淌——他的心，永驻精神高地。

“这辈子够了”：文化援藏，北京

的“吴雨初”变成西藏的“亚格博”

吴雨初很喜欢自己的藏文名字，叮嘱记者“就
叫我亚格博”。他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弘扬牦牛文
化紧紧拴在一起。

记者采访时，一家公益机构将一群来自藏北
高海拔牧区双湖、面颊黑红的小学生一路带至北
京游览，牦牛博物馆是他们到拉萨后的第一站。

活动组织者范丽说：“这些孩子都是第一次走

出藏北牧区，第一次到拉萨，他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了
解几乎是零，牦牛博物馆恰恰可以填补这个空白。”

吴雨初喜欢在牦牛博物馆里看到孩子，他从中感受着
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

在吴雨初看来，牦牛文化是最久远和广泛的西藏民族民
间文化之一，建立牦牛博物馆能通过牦牛这一载体，呈现其所
驮载的西藏历史和文化，最终形成独特的西藏文化符号。

牦牛博物馆书记琼珍告诉记者，开馆 5 年，参观者累
计数十万人次，这里成为人们了解西藏的窗口。

吴雨初说：“牦牛作为高原之宝，几千年来与高原人民
相伴相随，成就了藏族人民的衣、食、住、行、运、烧、耕，涉
及高原的政、教、商、战、娱、医、文，并深刻影响了高原人民
的精神性格，承载着高原人民的善良与勤劳、坚韧与厚重，
是青藏高原一个独特的象征和符号。”

为此，他希望其他民族的人们能因为牦牛博物馆更理
解西藏和藏族。每次内地巡展，他们都会收到很多反馈。有
在拉萨当过兵的观众执意把珍藏多年的老照片捐给牦牛博
物馆；有援过藏的老人说自己是现场最高兴的人，因为又见
到了牦牛；有没去过西藏的观众，说在展览上体会到西藏的
文化；有年轻人说看到了不一样的西藏……更多人说，我一
定要去西藏看看。人们说，吴雨初是给西藏旅游做广告呢。

今年，吴雨初已经 65 岁，觉得该给牦牛博物馆找位新馆
长了。只是，要找一个能在各层面接替他的新馆长实非易事。

有时候，吴雨初会思考一个人的价值到底何在。他觉
得肯定不在于能挣多少钱、有多大名：“我这个人啥也不
会，做了牦牛博物馆，这辈子够了。”

在拉萨，我们曾向许多人打听吴雨初是个怎样的人，得
到的回答却是另一些问题，比如：“这个年代，怎么还有这样
的人，放弃在北京的生活，拼死为藏族和牦牛做一件事？”

“民族团结靠的就是这样的事，这样的人。”他的藏族
朋友们回答。 新华社拉萨 12 月 5 日电

编者按
时下，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响鼓还要重槌敲，正需要把责任压

实、把任务落实、把督查做实，防止出现“数字脱贫”“突击脱贫”“形式主义脱贫”。
然而，当前一些地方在扶贫领域存在徒有其表不求实效的形式主义之风，既损

害了贫困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影响脱贫攻坚工作大局。深入分析脱贫攻坚中存在不
严不实的作风问题，剖析相关案例背后的思想根源，杜绝花拳绣腿的面子工程，才
能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实惠，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

第2期“读者来信”，关注个别地区在扶贫领域出现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作风把
好经念歪的现象。我们精选了 6 篇读者来稿，讲现象，摆问题，提建议，以期对治理
扶贫领域出现的部分乱象有所镜鉴。

曹一 绘

扶贫车间不能“开花不结果”

史家言
近些年，不少

乡村盖起了扶贫车
间。遍地开花的车

间，投资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元。有些
车间也确实为实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发
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由于实际运行中存在的两大难点，
部分扶贫车间成了“鸡肋”：一是引进项目难，
扶贫车间多、项目少的矛盾凸显。偏远农村引
进项目的难度增大，车间盖起来却长时间找不
到项目投资的不在少数；二是招收工人难。很
多扶贫车间引进来的项目，以制衣、速冻食品
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些项目利润微薄，

务工人员收入偏低，招工难又成了新问题。
有些扶贫车间，建设前期缺乏有效论

证，有些地方，缺乏足够的项目需求作为支
撑，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一个县分散性建
了上百座扶贫车间，等建好再去四处寻找
合适的项目，难度可想而知。有些为了凑数
而引进来的项目，到底能撑多久也成了未
知数。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个别地方的基
层扶贫干部，为了考核“不丢分”，只能“顾
头不顾尾”，把车间建起来完成任务了事。

扶贫车间不能“开花不结果”，应加强
督察引导，全方位杜绝建设扶贫车间中的
形式主义。

有 的 贫 困
户 易 地 搬 迁 房
完 工 不 到 一 个

月屋顶就漏水 ；上级督查贫困村整村通
水情况时，检查当天村里开闸通水，平时
仍是无水状态 ；听说上级督查贫困户家
家通电情况，要检查贫困户家中有无电
视机，村里就专门准备了“迎检电视机”，
督查组来就放在无电视机的贫困户家
中，督查人员离开，便搬回村上 ；原本是
位于山崖上的危房，危房改造竟通过简
单刷白墙涂绿漆来“改造”……以上这些
都是我在基层调研中发现的扶贫“造假”

的情况。
基层扶贫领域“造假”，和个别党员干部

思想意识出现偏差脱不了干系。个别地区脱
贫考核体系有形式大于实质的倾向，少数基
层干部工作应付了事，抱着“差不多就行”“不
出事就行”的思想态度，甚至有派驻干部认为
派驻贫困村只是仕途晋升的“跳板”，不肯下
“绣花功夫”为群众办实事，反而热衷于搞“假
大空”的政绩工程。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容不得渎职造假
无视纪律，必须拿出刮骨疗伤的勇气和破釜
沉舟的决断，旗帜鲜明地打击“造假”行为，实
现脱贫攻坚的全盘胜利。

“迎检电视机”“危墙刷油漆”

何静

在脱贫攻坚
的过程中，少数
地区觉得“规定

动作”大家都能完成，似乎不搞出点“特色”
“亮点”不能显示其与众不同。个别检查组
也听腻了“规定动作”的完成情况，反而对
“亮点”情有独钟，助长了部分地区挖空心
思搞“创新”的歪风。

部分地区本末倒置，一门心思花在
面上好看却并不务实的“创新”上，耗费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群众得到的实
惠却微乎其微 ，这样的“创新”刷亮了
“面子”，却失去了“里子”，于贫困群众

何益？部分检查组不细看实效如何，反而
怀着“猎奇”心态找亮点，这样的检查有何
意义？

各地应当摆正心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把心思专注在为贫困群众做实事、出实效上，
在完成“规定动作”之余，根据当地群众需求
和资源禀赋开拓思路谋发展，这样的“创新”

才是人民群众所需所盼的。
检查组不要被“亮点”迷了眼 ，不妨

先看看“规定动作”完成得如何 ，再去问
问群众在“创新”中得到了什么实惠 ，满
不满意 ；对徒有其表的“假创新”要严肃
批评，责令整改。

刹住扶贫“假创新”的歪风

李明泓

读者来信

警惕扶贫中的“形式主义”

在脱贫攻坚
工作中，某地开
展了机关干部结

对帮扶贫困户活动。为了让机关干部真正
下去开展帮扶工作，该地采取了痕迹管理
模式，除了要求干部制定定期走访计划、填
写扶贫日志外，还特别开发了一个管理软
件，内置了定位、照片上传等记录功能，规
定结对帮扶干部每次走访、慰问贫困户都
必须拍照留痕，拍照地点的定位地址得是
贫困户家庭所在地，再上传到管理软件中。

如此“拍照留痕”，效果究竟如何呢？

该地一些干部私下交流时说，这样的做法让
自己感到“不被信任”，每次拍照时心里总有
点小别扭。还有人表示，自己受点委屈是小
事，往往还让贫困户跟着难看。比如，逢年过
节都要上门慰问贫困户，结对帮扶干部和贫
困户得在一起拍照，有时还得叫上隔壁邻居
过来帮忙拍照，贫困户手里拿着慰问金在镜
头前哭笑不得，现场氛围非常尴尬。

组织机关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本是一件
好事，但是好经还得好好念，如此“拍照留痕”

的做法，形式是有了，但影响了扶贫效果，不
能不引起注意和警惕。

“拍照留痕”，好经不能念歪

李政

下期征稿：
今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

您所在的地方，在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方面，近几年有何新变化、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有
哪些好经验，欢迎投稿至 xhmrdx@163 .com。标题请注明“读者来信征稿”。

“到此一访”式扶贫要不得

戈东
机关干部包

保贫困户，一人
联系几家，定期

上门访贫问苦，帮助找穷因、挖穷根，既帮输
血、又促造血，本是行之有效的精准脱贫手
段，也是机关干部下沉农村调研的重要方式。
然而，一些地方在推进这项工作中，硬性要求
每名包保干部每年登门访贫次数必须不少于
几十次。结果，为了“凑数”完成考核任务，一
些包保干部“无事也登三宝殿”，陷入形式主
义怪圈，反而让包保干部和贫困户双方都苦
不堪言。

过于频繁的来访干扰了贫困户的正常

生产生活。贫困户与包保干部，一般事
情电话商量解决，既快捷又省事。如果
仅仅为“到此一访”而来，让人不胜其烦。
有些包保户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到访一
次要耗上一天时间，车损油耗，再加上礼
节性的慰问品，累积起来费用不小，又全
是自掏腰包，让包保干部感到负担很重。
有些机关干部集体下乡扶贫，反而耽误
了机关正常办理业务，百姓来办事，总是
吃闭门羹，意见很大。

机关干部包保贫困户，上门访贫一定
要把握好度，不能为“凑数”而访，表面上看
热热闹闹，实际上劳而无效。

“驻村”扶贫更要“驻心”

田鸿
干部驻村扶

贫，是我党在长期
实践中总结出的群

众工作方法。驻村扶贫干部与基层贫困群众
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亲身体验泥土之辛、稼穑
之苦中，不断强化群众意识和服务意识。

在驻村帮扶中，扶贫干部要明白，驻的不
仅仅是“村”，更是群众的“心”。

脱贫攻坚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政治责任，
如果驻村扶贫搞的是“花拳绣腿”“面子工程”，
甚至“政治镀金”，不仅群众得不到实惠、干部得
不到锻炼，更会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此前，中部

某县针对少数驻村扶贫不合格的干部实行召
回制度，数十名不合格驻村扶贫工作队员被
召回或岗位调整，就赢得了群众的点赞。

干部驻村扶贫，既是一堂“思想政治教
育课”，也应当是一次“情感之旅”。只有在
扶贫工作中尝到了“四味”，才称得上是合格
的干部，才能真正“驻进”贫困群众心坎上。

一是苦，是脱贫任务的压力和工作中
的困难；二是辣，是工作不力须承受上级和
群众的“骂声”；三是酸，是解决群众难题时
因权责不对称而力不从心的纠结；四是甜，
是工作得到基层群众的认可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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